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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论解放战争时期广州港对外贸易概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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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 中山 一

【摘 要 」自古以来
,

广州港就是中国对外贸易最为重要的港 口之一
。

本文着重论述 了解放战争时期美蒋匀结控制广州

港
,

全面分析了该时期广州港对外贸易发展的艰难概况 以及广州港曲折发展背后带给后人的深思
,

并由此提出了今后广州港

对外贸易发展的几点建议和其对外贸易发展应寄予的希冀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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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港据守着中国南大门
,

在发展对外贸易方 和待遇
。

双方船舶或军舰可在对方开放的任何

面有着先天的地理优势
。

秦汉时期
,

广州港
“

为从 海域 自由航行
,

特殊情况下可进人一些不开放的 口

西南海上诸国沿海路而人中国唯一之门户
” 。 「

鸦 岸
。

在商品的输出和输人
,

矿产资源的开发
、

运

片战争前
,

广州港是中国唯一的外贸集散地
。

鸦片 输及销售以及内地税等问题上
,

中美实行最惠国待

战争后的近代广州
,

对外贸易获得了一定的发展
。

遇的优惠
。

虽然随着上海
、

天津等地被迫陆续开放为通商 口 《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 》完全适应了美国的

岸
,

广州港领先的外贸地位受到了冲击
,

但仍在全 要求
,

美国的个人及财团在中国
“

合法
”

经营商务
、

国外贸中占有很大的比重
。

整个近代
,

广州港的对 制造
、

加工
、

金融等业务
,

由此垄断了中国的工商

外贸易与西方列强的交往是被动的
,

消极的
。

本文 业
。

至于中国民族资本家
, “

虽说平等
,

却是顶顶的

将从美蒋勾结控制广州港的对外贸易角度全面论 不平等 虽说互惠
,

却是让美国独惠
” 。 日

由此可

述解放战争时期广州港对外贸易恶化和萧条的概 知
, “

这是历史上最可耻的卖国条约
,

是蒋政府把中

况
。

国作为美国附属国的重大标志之一
” 。 「

一
、

解放战争时期美蒋勾结控制广州港 《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 》签订后
,

美国随即扩

一 二战后
,

美国凭借不平等条约控制广州港 大其在广州地区的
“

工商业务
” 。 “

华南方面美商已

二战打破了原有的世界格局
,

美国大发战争横 准备大量资金在广州
、

黄埔及梧州等处
,

购地建筑

财
,

成为资本主义最强国
。

然而
, “

美国帝国主义在 大规模工厂
,

以扩展两广工商事务
” 。 「

同时美国

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增长起来的经济力量
,

遇着 航业界还计划在广州港筹办办事处
。 “

拟定八百吨

了不稳定的 日趋缩小的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 … … 以下之轻便快船三十艘行走广州
、

梧州
、

汕头
、

海 口

就要引起经济危机的爆发
” 。 「 `

因此
,

开拓海外市 之间
,

另有一千吨 以上之新式轮船行走广州等

场便成为美国政府的重中之重
。

广州港作为中国 地
” 。 「

美商拟以广州为起运港投放的轮
、

快船共

对外贸易的排头兵
,

自然成为了美国操纵中国外贸 达 艘
,

几乎已包揽了广州港的主要航线
,

广州港

的首选
。

事实上已经变成美国控制的贸易殖民地港 口
。

为了在中国实现其利益最大化
,

美国政府与南 二 美国通过
“

经济援助
”

独占广州港

京国 民政府签订了一系列条约
,

最具代表性的是 二战期间
,

中国以拥有丰富资源和廉价劳动力

《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 》
。

该条约中关于经济的 以及广阔的国内市场而受到了美国的青睐
。

还在

内容有 功消除一切非关税壁垒
, “

对输往缔约彼 年春
,

美国对外经济供应局就拟定了一个战后

此领土之任何物品之输出
,

不得加以任何禁止或限 对华投资计划
,

并在纽约成立了
“

中美工商联合会
”

制
” 。

税收不得高于本国或其他第三国公民
, “

对 进行对华投资事宜的管理工作
。

二战后
,

凭借着强

输人品或输出品所征关税及各种附加费用及其征 大的经济实力和与国民政府的亲密关系
,

美国政府

收方法者 … …不低于 … …任何第三国之同样物品 把大量资本投向了广阔的中国
,

对华投资深人到各

之待遇
” 。 「 一 。

中美两国国民
、

法人或团体
,

行各业
,

涉及农工商
、

金融
、

房地产以及海内外交

享有在对方境 内一切个人自由活动并从业的权利 通
。

此外
,

美国还积极扶持国民政府
,

给予其大量

收稿日期 一 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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贷款和赠款
,

通过这种援助和救济完全独占中国的

投资市场
。

广州港作为中国华南地区经贸最为发

达的地区
,

自然成为了美国碗中的肥肉
。

年 月
, “

经济合作总署中国分署
”

办事处

在广州正式成立
, “

这个办事处
,

实际上是美国对整

个华南地区推行经济侵略政策的据点及进行经济

掠夺的参谋部
” , 口

它是美国扩大其对华资本输人

的战略机构
。

此外
,

美国通过所谓的
“

援华法案
”

向

中国提拱了将近三亿美元的经济援助
,

进一步密切

了与国民政府的关系
,

但其背后的真正目的却是为

了承接黄埔及广州内港筑港工程
,

便利其在华南地

区的经济侵略
。

年 月
,

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代

表与美军代表
“

达成
”

了
“

接纳外资办法
”

的协约
,

协

议允许美国潘宜公司在广东经营十一项企业
,

其中

就包括了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商港建筑工程
。

年 月
,

国民政府代表宋子文先后与洛克菲尔及潘

宜公司的副总裁商谈美商在中国本土投资和建设

的重要事宜
, “

确定 年雨季以前完成黄埔港的

全部工程
” ,

并支付了
“

千万美元的黄埔辟港费
,

亿美元的黄埔公路建筑费
,

亿美元的珠江水道浚

修经费
”

的一部分
。 「 `

虽然黄埔及广州港建筑工程

并未施工
,

但充分暴露了美国通过经济援助控制和

霸占广州港外贸和交通重心的野心
。

二
、

解放战争时期美蒋控制下广州港对外贸

易的概况

一 二战后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

年 月
,

《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》签订
,

得到

了各国的普遍认可
,

中国亦是其中的一员
。

国民政

府按照协议实施关税减让政策
,

并与美国第一个达

成协议
。

中国对美国减让商品范围广泛
,

达 种

之多
,

其中大部分是消费性工业制成品
。

而美国对

中国减让的商品大部分为原料性的初级农矿产品

和少量手工制品
,

均为美国市场急需的生产原料
。

此外
,

当时国民政府实施的美元与法币兑换率
,

在

国际市场上有利于美货倾销
,

这些都为战后美国垄

断中国的对外贸易事务提供了一条便捷的通道
,

对

广州港的外贸发展实则是巨大的伤害
。

抗战胜利后
,

国民政府解除了对进出 口商品的

限制
,

但从 年再次改变了外贸策略
,

进行商品

管制和外汇管制
,

由国家垄断资本和四大家族企业

经营大宗商品的进出 口
,

而
“

华南输出人 口管理委

员会
”

简称华南输管会 就是四大家族在广州设立

的管理外贸进出 口的特设机构
。

频繁更改贸易政

策及外汇管理办法的国民政府
,

使广州港的对外贸

易紊乱不堪
。

而其政策的朝令夕改
,

实质上是为了

满足官僚资本和美国垄断资本的私利
。

四大家族

利用手中的特权
,

与美国垄断资本操纵中国对外贸

易的发展
,

严重损害了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
。

二 解放战争时期广州外贸殖民地性质的恶化及

萧条

作为华南对外贸易的中心
,

广州港外贸影响的辐

射范围远及华南各省
,

因而在当时中国的对外贸易中

占有非常重要的比重
。

解放战争时期
,

广州港外贸的

主要对象是美国
。

随着国共两党势力对比的变化
,

美

蒋也将经济中心转移到华南地区
,

国统区的外贸重心

亦随之迁移
,

因而广州港作为华南外贸中心的地位进

一步突出
。

然而这并非表面看似那么简单
,

恰恰是广

州港殖民地贸易畸形发展的表现
。

美货的倾销
。

解放战争时期
,

美国在中国大

肆倾销
“

剩余
”

物资
,

而广州港成为其倾销商品的一

个重要据点和转运点
。

除 《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

约 》外
,

《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》的生效使得许多美国

洋行和贸易进出 口公司先后进人中国市场
。

据估

计
,

仅仅在 年上半年
,

在广州登记的美国进 口

商就多达 家
,

一部分商行还以中国商行的名义

进行登记注册
。

此后
,

大批美货迅速吞占了华南市

场
,

从重工业制品到一般性的农副产品
、

日用百货
,

美货几乎无所不包
。 “

中国人民从吃到用
,

要全部美

式配备了
” 。 「

这一时期
,

广州港对外贸易值在全国

比重逐年上升
,

到解放前夕已高达
。

其中

年广州进 口值为 亿元 国币
,

从美国进

口值为 亿元
,

占进 口总值的 年进

口值为 万元 金圆券
,

其中从美国进 口值达

万元
,

占进 口总值的
。 「̀。

这表明了美

国通过广州 口岸对华南地区的倾销程度之可怕
。

而其结果
,

一方面使得广州进 口贸易额大大上升
,

美货占据广东进 口值的比重竟高达
,

远远超过

了其他国家和地区 另一方面却严重摧残了本地艰

难发展的民族工商业
,

使得广州九成的工商业停工

倒闭
,

这一结果虽然掺杂有各种原因
, “

然其最大之

原因实由于洋货之倾销
” 。 「“

美货的大量倾销
,

使

得广州港外贸显示出殖民化的恶性倾向
。

美货的走私
。

抗战结束后
,

美货的大量倾销

和泛滥引起了人们的极度不满
,

而且国统区内贸易

政策的朝令夕改
,

这就为走私活动的猖撅迅速打开

了一扇大门
,

而美国取代 日本
,

则是这一时期走私

活动最大的特点
。

美国将经济侵略的重心瞄准了

华南一带
,

因而广州港的走私活动较其他省区相比

相 当严重
。

解放战争时期
,

广东省走私路线共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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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
,

其中经过广州港的直达路线有三条
, “

解放前广

州每月进出 口私货约值美金二百万元以上
,

约 占

年 至解放前 广州正 当贸易总值 的 左

右
” , 口 “

广州港猖撅的走私情况可想而知
。

这一时

期的美货走私渠道多种多样
, “

外国商轮水手夹带
,

盟军军舰及军用飞机人员夹带
,

香港
、

印度等方面

利用飞机私运
,

国外寄来的邮包夹带
,

职业走私者

自外地带来
” 。 口 一

由于美国军舰及水兵到达中

国海关时
,

规定当地海关当局无权对其进行检查
,

这更加便利了美货的走私
,

此即所谓的武装走私
。

这一时期广州走私活动的另一特点
,

就是中国本土

国民党内部的武装走私
。

新中国刚成立之初
,

海关

部门分析了解放前广州港本土的走私力量大致有以

下几个
“

国民党军船载运
、

军队武装走私
、

退伍军人

走私
、

武装船只走私
、

水客走私
、

船员走私
、

铁路工人

走私
、

绕越关所走私
、

以伪装方法走私
, , 。 「̀

其中对

广州港外贸破坏性最大的走私力量
,

当属 国民党现

役及退伍军人
,

以及地方乡绅和恶霸
。

此时的广州

港
,

作为私货进出口的集散地
,

其辐射范围遍及整

个华南腹地
。

广州港走私出 口的货物大致包括猪

鬃
、

大米
、

钨砂
、

棉布
、

桐油
、

金属和金属制品
,

进 口

的私货则更为多样
,

如卷烟
、

食盐
、

煤油
、

海产品
、

化

妆品
、

西药
、

洋纸
、

收音机以及各种布料等 据估计
,

这一时期华南地区走私货物贸易额
,

至少为合法贸

易额的三倍
,

可见其走私活动的猖撅
,

这恰恰是美

国控制下畸形社会形态的真实写照
。

美国掠夺原材料
。

解放战争时期
,

美国通过

广州港对华南地区的经济掠夺
,

主要是掠夺生产原

料
,

即美国市场急需的农副矿原料品及半制品
。

在

此期间
,

经由广州港出 口的货物年年俱增
,

其中有

相当部分直接运往美国本土及其属地
。

以 年

为例
,

广州港出 口 的货物主要是猪鬃
、

大米
、

竹制

品
、

钨砂
、

桐油
、

金属及金属制品
,

几乎全部属于基

本性的生产原料
,

而经海关验收之后的出 口的国际

邮包中
,

寄往美国和加拿大的占很大一部分 比例
,

很明显
,

这一时期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通

过广州港掠夺华南地区基本生产原料的疯狂时

期
。

此外
,

从抗战结束到新中国成立前
,

广州港的

对外贸易除 年人超外
,

其余各年皆为出超
,

表

面上看好像广州港外贸是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
,

然

而其主要原因是港澳进 口货经由广九铁路或者二

百吨以下的载运船都在九龙关或拱北关完税
,

因此

不包括在广州港进 口统计内 另一方面
,

出 口货物

只有小部分在广州港结汇和办理出 口手续
,

而港澳

两地居民 日常生活所需要的生猪
、

蔬菜
、

鲜蛋等都

是 由广州港输出的
。

所以此时期广州港的对外贸

易并非有优势
,

同时也表明了广州港外贸殖民地性

质的进一步恶化
。

广州港对外贸易的萧条
。

二战后
,

为了达到

其独裁目的
,

蒋介石悍然发动国共内战
,

从而使处于

困境中的中国蒙上了一层更为恐怖的面纱
。

全面内

战的后果
,

即是军费激增
,

伴随着财政
、

金融
、

交通
、

贸易
、

农工商各业的衰落
,

国民经济陷人了全面崩溃

的悲惨状况
。

此时的广州港
,

作为华南地区的经济

中心
,

自然难逃厄运
。

广东建设厅的统计数据表明
,

战后广州地区在该厅登记的工厂只有 家
,

其中大

部分是民营企业
,

此时因为缺乏资金和基本的生产

原料而无法开工
,

幸而开工的却因设备简陋
、

效率甚

低而无法开展贸易活动
。

而进 口活动更是难上加

难
,

此时全国各地的经济尚处于疲惫状态
,

还无法从

战争的阴影中缓过来
,

再加上全面内战的破坏
,

经济

形势不容乐观
。

出口难
,

进口甚难
,

此时广州港的对

外贸易
,

陷人了极度萧条的深渊
。

年
一
月

,

长江流域的大部分地区都脱离

国民政府的控制
,

获得了解放
,

广州完全
“

裸露于人

民军队的铁钳之下
” 。

面对此种窘境的国民政府
,

一

方面加紧运送重要的战略物资到台湾
,

另一方面则

预谋在溃逃前大肆破坏城市和港 口
。

美蒋通过广州

港
,

疯狂掠夺人民财富
,

军火
、

武器
、

矿砂
、

燃油等重

要战略物资
,

金属制品
,

机器设备等等
,

无所不包
。

看似生命的金银及外汇
,

更是被洗劫一空
,

到解放

前
,

经由广州港运出的港币就达四千万之多
。

当国

民党的
“

第一道防线
”

被人民解放军突破以后
,

眼见

大势已去的美蒋反动分子及资本家对广州港进行残

酷的军事破坏
,

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创伤
。

年 月
,

人民解放军解放广州
,

广州港终

获重生
。

三
、

解放战争时期广州港对外贸易对现今中

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启迪
回望抗战结束到新 中国成立之前的这段艰难

岁月
,

广州港的对外贸易可谓是历经沧桑
,

幸而在

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
,

广州港的对外贸易才获得了

难能可贵的重生
。

今 日的广州港
,

正一步步开拓着

它独立 自主的外贸局面
,

迎接着属于它自身独有的

光辉时代
。

三十年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赐予了广

州无限的荣耀
,

今 日崛起的广州港
,

不仅延续了它

自始至终独 占鳌头的精彩
,

而且在此基础上取得了

一系列新的成果
,

在中国对外贸易史上勾勒出一幅

全新的图景
。

在值得庆贺的同时
,

我们也应该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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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
,

在无限荣光的背后
,

诸多复杂的问题正困扰着

广州港
,

严重束缚着广州港对外贸易的继续发展
,

例如出 口商品结构不合理
、

产品设置弊端重重
、

受

国际市场影响波动较大
、

国外反倾销措施变本加厉

等
。

背负着中华民族深切希望的广州港
,

倘若不及

时解决上述问题
,

必将一步步陷人对外贸易的泥潭

而无法自拔
。

作为中华民族有责任心的一代
,

我们

有理由为广州港对外贸易的发展进言献策
,

这也是

每个华夏子孙义不容辞的责任
。

针对广州港对外

贸易遇到的问题
,

相信以下建议定会帮助其重展雄

风
。

第一
、

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
。

现阶段广州港的

外贸商品结构偏重于附加值较小的初级加工类产

品和劳动密集型商品
,

与欧美国家相 比
,

广州港出

口的商品竞争力相对较弱
,

在很多情况下
,

广州港

外贸取得的发展都是靠数量取胜
,

而非我们所期盼

的质量
。

第二
、

扩大外贸销售渠道
。

由于广州港是

华南经济贸易的中心
,

因而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广州

港的对外贸易集中于地域相邻的东南亚诸国
。

虽

然与欧美等地区的贸易来往在进一步扩展
,

但发展

程度仍有失偏颇
,

这就有必要进一步加强与世界其

他地区的贸易往来
,

扩大贸易产品的销售渠道
,

壮

大自己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
。

第三
、

降低贸易对外

依赖性
,

实现贸易方式多样化
。

当今国际贸易市场

的风云变幻
,

我们是有 目共睹
,

想要保持对外贸易

发展的繁荣稳定
,

必须降低广州港贸易的对外依赖

性
,

摆脱国际市场对它 的束缚
,

使其受国际市场波

动的影响达到最低
,

为此
,

实现贸易方式多样化是

降低对国际市场依赖性的一种有效途径
。

当然
,

广

州港对外贸易的发展
,

并不是一些条条框框就能简

单指明的
,

同时我们也不愿意看到它被这些条条框

框所束缚
,

而应该努力探寻出一条适合于自身的方

式方法
。

无论如何
,

我们都有理由相信
,

广州港的

对外贸易在吸收以往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
,

定会

获得空前的发展
,

而这有待于历史的检验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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